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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社会治理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*

李金华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

创新社会治理，就是要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观念、体制机制、手段方式，提升社

会治理科学化水平、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这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。 

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

量、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，切实有效解决“民生”短板问题。

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，需要四个坚持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，这是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原则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，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

在动力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，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；坚持党的领

导，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。

本文系作者2016年7月17日在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上的致辞。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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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高兴出席“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”，与大家共同探讨“创新社

会治理，决胜全面小康”这一重要的主题。

 “中国社会治理论坛”已经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高端交流平台和重要

学术阵地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。作为咨询委员会顾问，我

亲历了第三届、第四届和第五届社会治理论坛等重大活动，见证了中社院

在北京师范大学党政领导的支持、魏礼群院长的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

下，建设专业化社会治理新型智库取得的显著进步：创新体制机制，协同

推进智库建设和学科建设；服务各级党政决策研究报告近百项；受全国哲

社办特别委托建设了“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信息库”；《社会治理》期刊

和《社会治理研究与建议》内刊影响力日益增强；组织编写的《当代中国

社会大事典（1978-2015）》大型文献图书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即将出版，

等等。对此，我谨表示热烈祝贺！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碑。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，“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

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”。从全面建“设”到全面建“成”，一字之差彰显的

是我们党对小康社会必将建成的决心，但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，对党的各

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可以说，本届论坛主题鲜明、立意深远、意义

重大，这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以来历届中央全会精神以及国家

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的实际行动。下面，我谈几点认识。

首先，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两个关键词“创新”和“全面”。“创新社会

治理”的核心在于“创新”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，是国家兴旺发达的

不竭源泉。创新发展位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，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

位置。创新社会治理，就是要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观念、体制机制、手段

方式，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、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这也是推动

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。“全面

建成小康社会”的重点在于“全面”，“全面”是指构成小康社会的经济、

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，协同推进。“全面”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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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还指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、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小康社会。

其次，“创新社会治理，决胜全面小康”的关键，在于“补齐短板”。

“十三五”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。今年是“十三五”时期

的开局之年，我国目前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等突出问

题，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短板，最突出的短板就是民生问

题，如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过大、大学生就业难、人口老龄化等。不补

齐“民生”这个短板，我们的小康社会就不是“全面”的小康社会。因

此，需要高度重视补齐短板工作，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、推进基本

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、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，切实有

效解决“民生”短板问题。

最后，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，需要坚持以下几点：第

一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，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原则。坚持人民主

体地位，就是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，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

展目标，让人民享有更公平的教育机会、更安全的医疗服务、更完善的养

老设施、更优美的生活环境。第二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，这是全面建成小

康社会的内在动力。长期以来，由于制度、体制机制的变革滞后于经济社

会发展，导致发展成果受惠不公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民生问题突出，生

态环境恶化，这些迫切需要深化改革。当前，尤其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

革理论研究，注重改革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和协同性。第三，坚持全面依法

治国，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。当前，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

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、作用更加重大。这就需要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

要求、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、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，让法治为全面

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。第四，坚持党的领导，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

核心。牢牢把握这一基本要求，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，确保党始终成

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，具有重大意义。

（责任编辑：杨  婷）


